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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维静

清晨六点多，杨庄街道广通小区门口的智能垃圾箱边，李阿姨熟门熟路地掏出手机，点开微信对着箱子“滴”一声扫
码，箱门“嗡嗡”响着慢慢打开，里头传出语音提示：“箱门正在开启，请稍候，纸箱请压扁，衣物请打包，注意夹手……”她将
压扁的快递纸箱和攒了一周的饮料瓶分批投入箱内，电子屏瞬间显示：“可回收物重量1.2公斤，预计收益0.72元。”

这台“会说话”的智能设备已成为小区居民的垃圾分类好帮手。通过智能识别系统，设备可自动区分纸类、塑料、金
属类、织物类及电子产品等高低值可回收物，称重后按每公斤0.6元+随机红包即时返现至用户APP账户，满5元即可提
现。“攒够一些废品就来这儿投，收益不定，有时挣三块，有时两块，纸壳、塑料桶、旧衣服都能变现，还能收红包，特别方
便。”一位居民说。这种操作便捷、按实价结算的回收方式，打破了年龄界限，无论是居家老人还是年轻群体，都养成了分
类投放的好习惯。

截至目前，全区已在102个居住小区部署421台智能回收机，吸引8.52万居民注册参与，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347吨。
随着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满五周年，通州区的“智能+便民”实践正成为全市垃圾分类从倡导走向自觉的
缩影。数据显示，全区可回收物回收率较五年前提升42%，居民分类参与率从初期的35%跃升至78%，曾经的“关键小事”
如今已化作触手可及的“民生实事”，勾勒出城市文明新图景。

垃圾分类居民提现106万余元

对于不少居民来说，垃圾分类曾是一
件又脏又麻烦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为提高居民参
与积极性，这两年，副中心着力改善垃圾
分类投放环境，并采取“厨余不破袋”“大
件上门收”“回收进社区”等便民措施，提
升分类投放便利度，让“关键小事”成为

“便民好事”。
区城市管理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

8 月以来，全区投放了 421 台智能回收箱。
因其操作便利、回收品类广，且能给予一定
报酬，来投递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的人群从
老年人为主逐渐覆盖至多个年龄层，居民的
垃圾分类意愿得到了有效提升。截至目前，
全区投放的智能回收箱共回收约 2347吨可
回收物，居民投递次数 93.2万余次，已提现
金额106万余元。

除智能回收外，在永顺镇还全面推广
“一袋式”上门回收模式。居民注册微信小
程序创建个人碳账户，领取专用收集袋，装
满干净无污的可回收物或重量达 5 公斤以
上，即可通过小程序或电话预约免费上门
回收服务。目前，全镇现已开设 11 家环保
金便利店，“一袋式”上门回收实现全镇覆
盖，累计注册用户达 19967 户，发放环保奖
励金 51 万余元，成功构建起再生资源全链
条闭环管理体系。“这种模式挺棒的，家里
的旧衣服放久了没人穿还占地，直接丢掉
又可惜。现在不仅能处理，人家还上门回
收，的确很方便。”惠兰美居社区居民宋阿
姨说。

更让居民点赞的是“厨余垃圾不破袋”
的暖心设计。为便于居民投放，厨余垃圾处
理设施加装了破袋装置。垃圾桶内部带有
倒刺的破袋滚轴，倒垃圾时可轻松刺破，袋
内的厨余垃圾可自动落入厨余垃圾桶内，
而塑料袋等较轻的其他垃圾则被缓缓行
进的传送带运至旁边的其他垃圾桶统一
回收，实现投放不脏手、减少异味扰民。

“夏天开盖不臭、冬天投放不冻手，连垃圾
袋都能一起处理。”潞苑嘉园社区物业有
关负责人指着小区里垃圾分类投放站介
绍，相较于传统的破袋投放，新模式不仅
减少了居民在投放厨余垃圾时的麻烦，更
提高了投放的便捷性和卫生性。

有偿回收模式推动垃圾减量

智能回收箱的背后，是一套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的建立。

以广通小区为例，收来的可回收物都进入了
“爱回收”通州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包裹一一扫码
拆包后，流转至不同的分拣线上，车间每日处理
量达到 50吨以上。“爱回收”业务负责人倪春介
绍，种类分得越细，可回收物的附加值就越高，如
不同品牌的塑料瓶，在分拣线上可以借助智能光
选机实现自动分类，细分后的价值从原来每吨
2000元增加为3000元。

昨日，记者走进爱回收通州区可回收物分拣
中心 1号仓库，见证了这些可回收物是如何通过
标准化流程变废为宝的。这套覆盖“投递—暂存—
分拣—再生”的闭环体系，正以“半人工+半自动
化”模式，让各类废弃物踏上精准分类的重生之路。

居民通过扫码向小区智能回收箱投递可回
收物后，物品首先进入中转站暂存。在分拣中心
入料区，分拣员逐一扫描包裹条码，实时采集重
量、来源小区等数据并上传系统。拆包后的可回
收物经人工初筛剔除大件杂物，再通过传送带进
入不同分拣线——这套“点（智能箱）—站（中转
站）—场（分拣中心）”的三级网络，让每一件垃圾
都拥有可追溯的数字身份。

传送带上，纸箱、塑料瓶、织物等物品正经历
“人工初筛+机械分类”的双重考验。通过磁选、
风选等设备分离金属与轻飘物，再由分拣员对铝
罐、杂塑料等易混品类进行二次甄别，最终实现
80余个细分品类的精准归类。数据显示，高值
品类如铝罐每吨回收价值达1.35万元，即便占比
超 60%的低值回收物，通过规模化分拣，单吨也
能创造可观利润。

“分得越细，附加价值越高。”倪春说，三级闭
环模式通过微信实时提现机制，让居民投递可回
收物获得即时收益；企业则依靠日均千吨级的处
理规模，摊薄智能设备投入成本，实现分拣环节
单吨成本较纯人工模式下降40%。此外，居民投
放的所有可回收物均有识别码，如果发现投错违
规品，后台通过摄像头还能追溯到具体用户，“但
我们更鼓励引导而非处罚，毕竟便利才是最好的
催化剂。”倪春说。可回收物有偿回收模式提升
了社区居民和传统回收渠道在回收端主动进行
分类的积极性，将30%以上的可回收物与其余的
生活垃圾进行区分，从源头实现了垃圾减量，而
这种居民得实惠、企业有效益、城市减负担的循
环体系，正在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2%

数据显示，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实施五年来，全市生活垃圾
处理量从 2.77 万吨/日下降为 2.17 万
吨/日，减量率超过 20%；垃圾焚烧所
发电总量增幅达 50%。全市分类质
效、资源循环水平实现显著提升，厨余
垃圾日平均分出量从 2394 吨增长到
4828 吨，增长率 102%；可回收物日均
回收量从 3000 余吨增长到 7450 余
吨。通州区也成效显著，全区不仅畅
通了大件垃圾回收渠道，还提前完成

“十四五”规划目标，实现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到42%，较原规划38%的指
标提升4个百分点。

当前，国家正在持续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通
州区将持续精准实施扩大完善可回收
物交投渠道，完善大件垃圾预约宣传，
强化民生导向，释放居民积极参与的
内生动力，努力做出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标准和质量，为推动垃圾分类和资
源回收利用贡献更多力量。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体现北京
城市副中心标准的高质量示范项
目，为全市乃至全国的垃圾分类和
再生资源回收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
验。”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精准拓展可回收物交投
渠道，始终强化民生导向，进一步激
发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一方面，计
划在更多小区、学校、商业场所等区
域增设智能回收机，扩大覆盖范围，
让更多居民享受到便捷的回收服
务。同时，优化智能回收机的功能，
增加可回收物种类，提升设备的智
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

另一方面，也将加强与科研机构、
高校的合作，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技术研究，探索更加高效、环保的处理
方式，提高可回收物的附加值。此外，
还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除了现金
返还，还计划推出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环保优惠券等多种奖励形式，提高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和可回收物投递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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